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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概況
1.	 香港擁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但為了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必要發展
一套創新與科技策略。根據2015-16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整體
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七，但在「創新能力」及「科技人員和工程師供應充裕度」兩個
指標中成績明顯較低。

2.	 香港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73%，較新加坡（2.1%）、韓國（4.2
％）和中國（2.1%）低（其中深圳為4％，北京為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各成員國平均科研支出超過全國生產總值的2%。不同研究指出，科研
開支對長遠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

創科人才
3.	 香港科學、科技、工程學及數學（STEM）畢業生的工作前景並不如商業、金融有吸
引力，更不能與醫科及法律系大學畢業生相提並論，因此形成了一個科研和工程	
人員供求不足的惡性循環。

4.	 香港政府研發投資落後於其他國家。公共研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4%，是其他
亞洲國家及OECD國家的一半。「下游」研究和應用研究不足，特別值得留意。

5.	 香港的大學院校在過去十年學術成就卓越，然而學術界欠缺誘因透過產品創新及
商品化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及經濟影響力。現時大學體制中，評核關鍵績效指標
（KPI）的機制偏重學術人員的「	研究成果	」多於實際社會影響。此外，推動卓越
科研成就需要更多跨學系及跨院校的合作。

6.	 雖然愈來愈多大學研究撥款的分配標準考慮到是否成功取得競逐形式研究資助，
但是大部分研究撥款仍不是以競逐形式發放。與此同時，大部份競逐形式的研究
撥款用於資助零散的小型研究項目。這些因素限制了研究項目的質素與規模。

營商環境
7.	 香港製造業向內地遷移造成本港工業萎縮。在其他經濟體系，應用科研主要由工
業推動。香港本地市場相對較小，限制了電子商務等科技密集型服務的發展，這是
本地工商業科研支出偏少的主因之一。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系相比（1%），香港商業
研發支出只有本地生產總值的0.3%。

8.	 雖然近年香港初創企業活動一浪接一浪，但香港研發圈子仍然比其他國際城市
小，早期研發投資環境亦有待成熟。成功例子是年輕人的強心針，能夠培養社會氣
氛，支持研發創業。

9.	 中國因崛起而面對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的挑戰使內地對先進科技需求有增無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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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成為中國創科樞紐，為香港強健的基本科研根基帶來機遇。推動香港與深圳共
同發展科技創新，會增加本地工商界對科研的需求。

政府政策
10.	 政府一直堅持的自由市場及審慎的財政措施是發展完善和長期創意科技業政策的
一大障礙。

11.	 內地十三五規劃的重點包括大力投資創新和發展科技；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對科研
的投資更顯落後。

12.	 政府近年嘗試推動「智慧城市」，但無論推行力度還是政策成效都不及其他發達國
家和城市。不少研究指出，香港在開放政府數據，在政府部門內使用統一格式地理
空間信息及免費公共無線上網服務均較為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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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建議

香港政府需要制定一個長期的戰略，全方位推動創新和科技發展。重點應要培育
一個健全的環境，並加強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間知識創造和轉移的聯繫。

1.	 大幅增加研發撥款：人才是推動創新科技的關鍵。要做到培育人才與經濟發展相
輔相成，政府需要採取主動，大幅增加研發投資，加強本地研發能力。薈聚特色研
發的專才可以吸引跨國企業及中國公司來港進行研發。更重要的是，香港會成為初
創企業的跳板，孕育新的知識型經濟。本報告建議政府設立500億科研基金資助
應用研究，並在未來將公共研發撥款提高至本地生產總值的1%，收窄與鄰近地區
及國際城市的差距。

2.	 改革大學績效指標及科研撥款機制：為了使大學能回應當代社會與經濟需要，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UGC）需要檢討現時評核大學表現機制偏重論文發表的問題，
引導學者重新將學術重點放到研究所帶來之深遠影響。此外，為了推動香港卓越
研究的成果，讓香港科研機制與國際接軌，所有新的科研撥款應經由研究資助局
（RGC）發放，並在現時供大學自行運用的機構撥款過程中，加重項目為本和競爭
元素的比重。在不少國家的創新科技政策中，公共研究撥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當
局應該給予研究委員會獨立法定地位，並加強政府、業界和其他持份者與委員會
的聯繫。

3.	 拆牆鬆綁，積極發展科研：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大都會，政府應建基於香港現有的
優勢推動創新與科技。這意味着政府需要好仔細評估任何制約企業發展的政策，
監管機構需要在創新、競爭和其他監察工作中取得平衡。當局可考慮簡化對初創公
司的監管程序，實行分級監管制，符合條件的公司可簡化程序，超過某個門檻才需
接受更嚴格的監管。

4.	 孕育可持續的初創公司發展環境，提昇商界活力：政府應以市場為本，透過加大共
同投資計劃及其他誘因，支持風險投資及私人「企業孵化器」的發展，同時可於大
學內推廣創業，吸引非本地專才來港。而不應選擇性支持成功的初創企業。為鼓勵
初創公司、業界及跨國企業投資研發，政府需要提供稅務誘因及研發資助，提升本
地初創公司實力及地區競爭力。

5.	 加強與中國內地合作：香港的司法與社會制度穩健，加上接壤中國內地，能夠盡佔
地域優勢，成為中國的「超級連繫人」，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連接起來。創新科
技政策應該包括吸引本地及外地科研人員及初創公司，將香港塑造成全球設計－
初型－測試－取樣－生產－銷售供應鏈的重要交匯點。政策亦應促進香港大學及
研究機構與深圳及朱三角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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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鞏固「智慧城市」的基礎：本報告贊同政府把香港打造成一個「智慧城市」的目標，
當中包括擴大免費公共無線上網熱點的覆蓋範圍及開放更多的政府數據予市民
使用。開放數據固然有利研發新產品，但政府亦要同時考慮如何改善和擴展應用
程式介面去提供更個人化和更方便的資訊更新。政府應該制定一個通用於各部門
的標準，使它們可以用同一個格式於網頁上發放數據和資料。由於大部份「智慧城
市」應用程式需要行動定位，因此空間數據基礎設施的建立是香港成為一個「智慧
城市」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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